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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石化產業現況   

石化產業為民生產業不可或缺之上游產業，亦為支援綠色能

源、3C、半導體、生醫、運輸工具及建材等關聯產業之發展，可

提供產業創新方案等高科技產業所需之關鍵材料，對我國未來

經濟發展之貢獻具其重要性，在產業供應鏈中具有舉足輕重之

角色如圖 1。石化產業概指經濟部統計處所定義之化學材料製造

業，包括上游生產乙烯等石化基本原料之製造業，以及中游之橡、

塑膠等合成原料製造業。依經濟部統計處資料 105 年整體化學

工業產值為新臺幣 3.19 兆元，其中之化學材料製造業之產值為

新臺幣 1.57 兆元。整體化學工業廠商數約 1.64 萬家，就業人數

約 42.6 萬，化學材料製造業廠商數約 1,070 家，就業人數約 6.72

萬人。 

 

 

 

 

 

 

 

 

 

 

 

 

資料來源: 經濟部統計處 

圖 1  石化產業上、中、下游範疇及關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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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業(石油化工原料、合成樹脂及塑膠、合成橡膠)，對

於上下游的帶動效果是所有產業最高的，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國 100 年 52 部門之產業關聯程度表中，向前關聯(感應度)及

向後關聯效果(影響度)為所有產業第 1 名；顯示石化產業之向

前及向後關聯效果頗高，為帶動上游及中下游產業成長的火車

頭，在產業供應鏈中具有舉足輕重之角色(如表 1)。 

表 1  石油化工原料產業關聯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版資料-100 年產業關聯表(166 部門) 

乙烯產能為評估國家石化產業規模之最重要指標，105 年我

國乙烯產能為 402 萬公噸，為全球排名第 11 名(如表 2) 。 

表 2  石化產業基礎原料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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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環保意識提升，石化產業發展所需之資源耗用特

性相繼面臨工安、環保、土地取得及民眾抗爭等問題，國內石化

業無論是轉型或擴建的投資困難度越形增加。未來，如何協助我

國石化產業在有限的資源、不增加環境之負擔、提供大眾優質環

境下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俾能配合新興產業即時提供關鍵材

料，為政府施政上的重要課題。爰此，石化產業發展綱領將提供

我國石化產業發展之依循方針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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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綱領制定依據  

依據 106 年 2 月 20 日「總統府經濟策略顧問小組第 2 次會議」

結論辦理。 

 

叁、發展願景 

配合國家安全、效率、節能、減碳、永續循環及科技發展，維

持國內石化產業合理之經濟成長。 

 

肆、政策原則 

一、石油之應用研發應以材料發展為主。 

二、穩固既有大宗石化產品的經濟規模基石，持續推動石化產業

轉型高值化，發展綠色創新材料。 

三、不增加整體環境負擔，並朝循環永續方向發展，促進潔淨、

安全、健康、科技之生活環境。 

四、對於石化產業轉型高值化之投資案，應協助各方溝通及加速

行政審核程序。 

 

伍、石化產業的挑戰、優勢及機會 

近年石化產業面臨多方面內外的挑戰，使石化產業發展受困(如

圖 2)。 

一、內部挑戰 

水資源缺乏、空汙總量管制、開發案受環評程序冗長等因

素無進展，鄰避效應使得廠址無法確定，以及地方政府各

項限制法令等影響，使石化廠產能難以轉型、更新、或擴

充，甚至面臨停工、遷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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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挑戰 

國外關稅壁壘、新興國家石化產業之興起、美國頁岩氣

與中國大陸煤化工等大宗產能提升等競爭，使業者營運

挑戰愈顯艱鉅，產業發展遭逢前所未有困境。 

三、產業優勢 

不論是傳統的民生化工產業，或是尖端的電子航太產業，

國內均具完整產業鏈聚落，因此，相當適合石化產業在現

有規模基礎下，短期進行差異化產品之發展，長期則系統

化利用台灣的聚落優勢加強業者應用創新研發，同時導入

循環經濟理念，讓產業加速轉型、高值化及綠色化。 

四、產業機會 

善用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布局，獲取穩定料源；另一方面在

台灣的優勢產業、地理位置及資源人才等基礎下，進行國

際接軌，厚植創新能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2 石化產業內、外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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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推動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 

一、強化產業環保、安全、效能，以永續經營為目標 

(一)在現有的規模下持續精進製程及綠色化 

1.鼓勵業者就地轉型生產高值化產品，並加速汰舊更新

製程以降低污染及工安風險。 

2.藉汰舊換新加速於石化製程導入工業 4.0 管理，除提高

製程的安全性外，持續強化石化工廠工安督導及自主

管理，並落實工業管線安全管理。 

3.鼓勵輕質原料或以 CO2 為原料等綠色製程。 

4.持續推動於現有石化工業區之健康風險評估及追蹤，

以科學化、數字化、透明化的證據爭取地方的支持。 

(二)擴大並加深產業的資源及能源循環化 

1.除在現有工業區鼓勵汰換或新增輕質及綠色燃料能源

設施，並加強區域內能源整合。 

2.推動資源及廢棄物之循環利用與高值化。 

二、分階段減碳、減廢、減排與國際環保法規接軌，確保提供

民眾潔淨、安全、健康之生活環境。 

三、持續推動石化產業高值化，邁向循環經濟 

以目前石化產業高值化之推動基礎，針對不同程度之

研發技術導入循環經濟理念，發展綠色創新材料，採

研發量產五步驟之推動模式：(如圖 3) 

(一)輔導設立研發中心 ，以建立高階研發能力； 

(二)籌組關鍵材料研發聯盟，以確認關鍵缺口材料項

目； 

(三)協助試量產研發，使廠商未來順利進入量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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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組產品應用研發聯盟，以拓展材料應用的下游出海

口； 

(五)協助排除投資障礙，以促成業者高值投資； 

(六)推動材料產業高值低碳轉型，接軌「5+2｣產業創新方

案，提供綠色創新材料(如圖 4)，包括高值新材料與環

保低碳新材料。 

四、鼓勵石化產業擴大研發投入，從生產導向轉型為創新應用

的產業 

(一) 鼓勵國營事業帶領業界投入研發。 

(二) 鼓勵業者設立研發中心。 

(三) 鼓勵業者投入基礎及試量產研發以落實產業轉型。 

五、協助業者培育所需人才，注入產業新血 

(一)深化產學合作投入多層次人才培育。 

(二)加強培育高階研發人才。 

(三)強化在職訓練，提升基礎人力實務技能。 

(四)促進學生了解石化業及產業發展機會，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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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3 石化產業高值化，邁向循環經濟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4 綠色創新材料接軌 5+2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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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產業發展重點工作 

一、 強化既有環評協處交流平台，協助重大開發案環評審查 

邀集相關機關及利害關係人釐清既有法規規定及說

明政策方向，加強各界意見溝通，消弭爭議，促成共識，

以加速環評審查時程，並視需要報請行政院協處。 

二、 階段性降低石化產業碳排等各項污染排放 

(一) 第 1 階段控制污染排放總量不增加： 

在相關配套機制法規尚未完備前，維持總量管制區

之排放總量不增加，讓產業有足夠時間依市場機制

自行調適投資轉型。 

(二) 第 2 階段推動石化業者加速降低等各項污染排放： 

推動石化產業投入汰舊換新等新科技措施，落實減

少排碳、排汙與排廢量，與國際接軌。 

三、 建立各項排放與能資源交易平台機制 

建立大區域的碳排交易平台、移動源抵換機制、企

業空汙總量交換機制平台、各項資源之循環再利用交易

機制平台，確保石化產業在各項總量管制政策下，仍得

精進持續朝高值化轉型投資。 

四、 持續追蹤現有各石化工業區之健康風險評估，空污之盤

點，給予民眾安心居住環境。 

五、推動石化業能源與資源循環化 

推動自廠及鄰近區域之能、資源之整合及廢棄物循環

利用與高值化，落實循環經濟理念，降低委外以廢棄物方

式之處置。 

六、鼓勵高值並可減少排碳、排汙與排廢量、不增加環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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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資案 

(一)對可增加產值產量或產業轉型並同時達成減少排碳、

排汙與排廢量之新設或既有廠區投資案，給予較明確

且有時限之環評程序等誘因，予以鼓勵。 

(二)為利於減少儲運風險，並能減少排碳、排汙與排廢量，

進而形成優勢產業鏈，實現循環經濟理念，各地方政

府應確保已形成產業聚落工業區營運（如既有都市計

畫甲種工業區不應逕予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且應支

持該等石化廠商依法申請相關證照作業，讓石化產業

得以改善製程，汰換設備，強化污染防制設施，以達

多贏局面。 

七、持續推動公民營業者投入創新研發 

(一)依國營事業特性與規模編列一定比例研發預算投入研

發創新，帶動產業群聚開發新材料。 

(二)編列科專計畫經費，搭配研發量產五步驟，推動民營

企業投入綠色創新材料之開發。 

八、持續推動人才之培育 

(一)國營事業偕同業者持續投入產學合作及產學專班，強

化各級學校之多層次人才培育 

(二)推動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培育碩博士高階研發人力。 

(三)推動產學合作研究，強化科專計畫之產學參與機制，

促進碩博士生參與業界研發。 

(四)加強企業高層與學校互動，吸引學生投入創新研發。 

九、協助業者接軌國際 

(一)協助業者掌握國際市場先機及研發優勢，深化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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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或產業界技術交流與合作，接軌國際投入下一世代

產品研發。 

(二)善用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布局，獲取穩定料源。 

十、以石化產業高值化的推動成果為基礎，導入循環經濟理

念，推動業者開發產業創新所需之新材料。 

 

 


